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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结合多个电梯轿厢意外移动事故案例，对电梯轿厢发生意外移动的原因及主要特点进行简

要分析。与此同时，对轿厢安全保护装置设计进行分析，旨在最大程度发挥安全保护装置的实际作用，从而为电梯安全运行

提供良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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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梯轿厢是电梯结构的主要部分，其发生意外移动后，

可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严重影响到乘梯人员的生命安全。

为此，为电梯轿厢设计安全保护装置，可发挥突出作用。以

事实案例为基础，对电梯轿厢意外移动形成原因及主要特

征进行分析，借鉴相关保护经验及措施，对电梯轿厢安全保

护设计问题进行探究。

1、电梯轿厢意外移动案例分析

2013 年 5 月，深圳某医院电梯轿厢在电梯门并未关闭

的情况下，发生意外移动，并快速向下滑行，导致一名护士

头部被卡无法下梯，最终丧失生命。2014 年 9 月，华侨大学

综合教学楼电梯故障导致一名在校学生死亡。经调查发现，

该名学生左脚刚迈进电梯轿厢，突然发生意外移动，并快速

向上升起，导致该名学生被卡在层面与轿厢之间。与上述案

例相似的电梯意外事故发生率较高，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

2、电梯轿厢意外移动原因与特征

2.1、意外移动原因分析：对上述第一起事故原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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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电梯抱闸轮毂上有润滑油，而当时轿厢中乘员比

较多，导致向下滑行。在事故发生的前三天，由于电梯维护

保养工人在操作上存在失误，导致部分构件上液态润滑油

比较多。根据实际经验，导致电梯轿厢意外移动事故的原因

有很多，常规排查手段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出现这种情

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厂商制造工艺存在较大出差异[1]。

2.2、意外移动特征分析：通过上述分析，认为电梯轿厢

意外移动事故不仅成因较多，同时无法避免及全部排除。为

有效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需要对电梯轿厢进行科学设计，

并为其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装置，从而有效发挥保护作用，

避免发生意外。根据实际需要，做好设计工作，具有现实意

义。

3、电梯轿厢安全保护装置设计

3.1、基本设计思路

综合多种事故原因，认为导致意外移动的因素比较复

杂，如控制电路失控、联锁装置失效、电磁干扰等[2]。无论何

种因素，均要保证设计出来的保护装置能够准确识别安全

风险，并发挥一定的保护作用，及时停止电梯工作，避免其

下滑或上升。安全保护装置基本思路为，在电梯运行到层门

处时触动托杆伸出至电梯底部插口固定住电梯后电梯门才

能打开，避免开门看不到电梯轿厢的情况发生。假如该装置

失效，乘梯人误入电梯顶部，电梯顶部也设计安有紧急制动

开关，乘梯人可自行制动电梯。

3.2、主要构成部分

安全保护装置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监测装置，二

是制停部件。其中，监测装置部分主要作用是为了判断轿厢

是否存在意外移动情况，可充分利用每层的安全控制系统

来实现，同时应用平层感应装置。监测装置主要性能要求是

轿厢最迟离开开锁位置时，其能够及时检测到安全风险。制

停部件不仅要保证轿厢能够及时停止，同时也要使其处于

停止状态，进而避免发生超速下行现象。当制停部件直接在

对重、轿厢上发挥作用时，可充分利用安全钳实现制停。

3.3、触点定位设计

所谓“触点”，是指在电梯结构正常运行状态下，分别在

电梯层门最顶端与电梯轿厢最顶端接触点上安装触点。2

个触点不仅仅发挥定位作用，同时也能触动固定托杆，从而

形成闭合回路，对下一个装置的启动进行有效控制。触点定

位设计过程中，要保证触点尽量保证位置的准确性，且占用

比较小的空间，保证两点处于比较准确的位置，这样不仅能

够使电梯结构正常运转，同时也能发挥首要定位作用，最大

程度避免出现严重失误。

3.4、固定开门设计

固定开门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电梯能够在标准

位置停稳，并顺利打开电梯门，主要利用固定托杆加以实

现。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固定托杆应在层门底部、电梯轿厢

底部之间，其安装位置应合理科学，在发挥正常开门作用的

基础上，实现二次定位。一般情况下，将其安装在电梯井墙

上，并将其设计为可伸缩装置，托杆数量至少 4 个，以充分

保证定位的准确性，并显著增加托杆自身的托力，从而有效

发挥固定效果，进一步强化电梯结构运行的安全性[3]。与此

同时，在电梯轿厢对应位置上用设计出 4个与固定托杆相

对应的插口，并且保证每插口内均有一个或多个触点。当运

行到层门时，若处于正常状态下，上述触点将发挥联通作

用，及时启动相关装置，并形成安全的闭合回路，从而自动

开启电梯门。但是，若处于非安全运行，则触点不发生作用，

若位置不准确，则托杆无法插进插口中，这种情况下电梯门

不会触发，因此发挥双重作用，可显著提高安全性能。

3.5 厢顶断电

安全保护装置虽然能够发挥较强的作用，但是并非是

万无一失的，因此需要对其作用进行不断强化，从而最大程

度保证安全运行。从多起电梯安全运行事故来看，电梯轿厢

意外移动发生后，乘梯人员可能发生误坠入电梯轿厢顶端

现象，若能及时对电梯开展制动操作，则会可及时为更多人

提供安全保障[4]。为此，对电梯顶端进行科学设计，从而使

电梯结构域驱动系统进行有效连接，设置制动开系统，在出

现紧急事故时发挥重要作用。一旦发生意外，则及时通过制

动系统叫停。通过分析及论证，证实上述改进措施成本较

低，且操作比较方便，能够在实践工作中加以实现。

4、结束语

现阶段，大量高层建筑急剧增加，一定程度上加大电梯

使用数量，若不能对电梯安全运行加以重视，并采取必要措

施进行预防及控制，则会进一步加重电梯安全运行风险。为

保证电梯结构安全运行，减少轿厢意外移动现象，应设计相

对便于操作，安全保障性能高，且成本较低的安全保护装

置，从而避免和减少安全风险。但是，通过证实，安全保护装

置在很多细节设计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应在不断实践研究

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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